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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圣地延安，既是红军长征胜利
的落脚点，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全国
胜利的解放战争的出发点。延安时期
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最辉煌的时
期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内容最
丰富最厚重的部分，是浓墨重彩的光辉
篇章。永放光芒的“延安精神”是学习
党史的重要内容，是强大的精神食粮。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
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
这里。”这是“老延安”著名诗人贺敬之

《回延安》中脍炙人口的诗句。我先后
三次到访延安，始终以一颗虔诚的心朝
拜革命圣地，重温峥嵘岁月，感知辉煌
历程，积淀红色记忆。在潜心参观学习
中，我捕捉到一些红色故事，透过这些
细微的往事，深切感受到毛泽东等老一
辈革命家坚定共产主义信仰，胸怀天下
大众，在窑洞里追求真理，指挥千军万
马夺取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的辉
煌成就，以及用血肉之躯凝结的永放光
芒的“延安精神”！

红色故事1：坐在王家坪毛主
席旧居的石桌前，回忆主席把儿
子送到“劳动大学”的往事

1946 年 1 月 7 日，在苏联经过卫国
战争的洗礼和长达 9 年的学习与磨炼
之后，毛岸英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祖国，
回到了父亲毛泽东的身边。有一天，毛
主席把毛岸英喊去，父子俩坐在王家坪
院子的槐树下交谈。毛主席在询问岸
英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后说：“你在苏联
长大，对国内生活不熟悉。在苏联大学
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
学堂，这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毛
岸英心领神会，高兴地说：“我愿意向农
民学习。”

不久，毛主席就把岸英介绍给当时
著名的劳动模范吴满有，让他到吴家学
种地，上“劳动大学”。毛主席对岸英
说：“这就是校长，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
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喽！”
又指着岸英笑着对吴说：“我现在给你
送来一个学生，他住过外国的大学，没
住过中国的大学。”吴满有听完有些受
宠若惊，说：“咱叫什么大学？咱啥也不
懂。”毛主席诚恳地说：“他还是个娃娃，
我就拜托给你了，你要教他种地嘛。教
他庄稼怎样种出来的，怎样多打粮食。”

“这我还行。”吴高兴地答应了。
几天后，岸英按父亲的吩咐，脱去

大头皮鞋，换上硬帮布鞋，穿上父亲穿
过的已不知打了多少补丁的灰布棉袄，
背上随身衣服、铺盖和 1 斗多小米，步
行 20 多里路，汗流浃背地来到了吴家
枣园。从此，吃惯了洋面包的毛岸英，
和陕北的乡亲们同吃、同睡、同劳动。
他时刻牢记着父亲的嘱咐，什么活重，
什么活脏，就拣什么活干。他学会了犁
地，学会了种洋芋。他把学习得来的农
业技术记在随身所带的本子上。歇息
时，他还和乡亲们一起聊天读报，有时
晚上还教农民及孩子们识字，给小朋友
们讲故事，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因
此，乡亲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非常
喜欢他，乐意和他在一起。

1950 年 10 月，美帝国主义把朝鲜
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毛主席号召全
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岸英
不顾亲朋劝阻，主动申请要求参加志愿
军，坚决要求入朝参战。1950 年 11 月
25 日，毛岸英被美军野马轰炸机投下的
燃烧弹吞没，永远长眠于朝鲜，把年轻
的生命献给了中朝人民的正义之战。
毛主席闻讯之后眼圈湿了，许久之后才
发出一声叹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
子呢！”

红色故事所蕴含的延安精神：故事
包含着领袖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深厚
情谊、对子女的严管与厚爱，他从不特
殊照顾和优待子女，让他们从最基层的
农村和企业做起，从最残酷的血与火的

战场前线做起，靠自己的本事成长起
来，而不是靠父辈的权势与荣光，更不
是搞特权走关系！这就是延安精神的
特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国共
产党人永不变色的政治根本。

红色故事2：参观毛主席枣园
旧居，就回想起主席不给自己过
寿却给朱总司令和延安老百姓过
寿的故事

1944 年 4 月 30 日，毛主席在枣园住
地的会客厅邀请续范亭（时任八路军晋
绥军区副司令员，在延安休养治病）等
人吃饭。席间，续范亭得知毛主席的五
十大寿已于 1943 年不声不响地过了时
非常感动，赋诗一首：半百年华不知老，
先生诞日人不晓。黄龙痛饮炮千鸣，好
与先生祝寿考。

1944 年元宵节，毛主席把枣园乡上
的 24 位 60 岁以上的老人请到书记处小
礼堂给他们祝寿，给老人们敬酒，并送
给每人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作为礼品，
随后请他们一起观看了《列宁在十月》
的电影。老人们激动地说：“从前官府
只向我们要粮要草，又打又骂，不把我
们受苦的当人看待。共产党、毛主席真
是我们庄户人的引路人，对我们这样关
心，回去一定要搞好生产，多缴公粮，支
援前线。”

1946 年 11 月 30 日，延安军民在杨
家岭中央大礼堂为朱德总司令举行了
六十寿辰的祝寿活动。这次祝寿活动，
毛主席亲笔为朱德题词“人民的光荣”，
中 央 委 员 会 还 送 了“ 万 年 长 青 ”的 贺
幛。参加祝寿的除了各机关干部群众
的代表外，还有苏联医生尼可夫斯基、
美国女记者斯特朗等。当天晚上，大礼
堂内举行了晚会，由林伯渠致贺词、刘
少奇讲话，延安评剧院演出了评剧《捉
放曹》《定军山》等剧目。

红色故事所蕴含的延安精神：毛主
席作为革命领袖，拒绝为自己做寿，“怕
生出不良影响”，但他对许多老同志的
生辰却记挂在心，如对董必武、林伯渠、
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延安五老”和
朱德总司令等，都亲自用书信、题词或
其他形式热情祝寿。他邀请住地枣园
乡 24 位年过 60 岁的老人赴宴，为他们
集体祝寿。这些都体现了毛主席“他人
第一”的高风亮节，体现了延安精神的
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和“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
作风。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赢得民心
的“根本政治密码”。

红色故事3：参观杨家岭周总
理旧居和陈列的“大地之子——
周恩来在延安”，就想起周总理和
他的孩子们

著名军旅作家顾保孜所著的《周恩
来和他的孩子们》一书翔实记述了 1937
年抗战爆发后经常在白区工作的周恩
来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利用国共第二
次合作的机会，搜救烈士遗孤安排抚
养，千方百计寻找那些丢失在各地的战
友的后代，特别是对烈士子女，他对他
们视如己出，竭尽全力保护他们的安
全，又克服重重困难将他们送到莫斯科
国际儿童院，让革命后代在和平环境中
接受教育，成长为新中国的有用人才。

延安时期，周恩来常说：“不这样
（搜救烈士遗孤），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
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
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
若飞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
看护，并亲自到苏联达成相关协议。总
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
啊。经周总理、邓颖超夫妇抚养的革命
烈士后代有很多，这里仅举中央实验话
剧院首届副院长兼总导演孙维世为例。

孙维世原名孙光英，其父孙炳文
在 1911 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被任命
为文牍部长，还担任《民国日报》总编
辑。1922 年，在德国柏林，孙炳文在周

恩来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1927 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骇人
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
中共党员。4 月 16 日，孙炳文在上海被
特务指使法租界巡捕缉捕，4 月 20 日
在龙华密林被杀害。从此，他妻子任
锐 便 带 着 孩 子 们 过 着 居 无 定 所 的 生
活。1937 年，孙维世随兄长孙泱到武
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周总
理和孙炳文不仅是革命同志，更是莫
逆之交，所以对孙维世视若己出。邓
颖超也看出丈夫的心思，便主动提议
认孙维世为养女。周恩来与邓颖超将
这一想法写信告诉任锐，并在信中写
道：“我们愿将烈士遗孤当成自己的女
儿。”得到任锐爽快回复后，周恩来还
经常跟孙维世提到一句话：“你是我向
党负责的女儿。”

1939 年经毛主席特批，孙维世被
周恩来从延安带到莫斯科留学，攻读
戏剧。孙维世在苏联先后以优异成绩
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戏剧
学院。她在苏联学习了六年多，不仅
掌握了俄语，并且在苏联就开始尝试
戏剧事业。1946 年，参加华北联合大
学文工团工作，随军在陕、晋、冀活
动 。 周 恩 来 夫 妇 视 孙 维 世 为 心 肝 宝
贝、掌上明珠，各方面给予关心。作
为妈妈，邓颖超更是对孙维世疼爱有
加 ， 时 时 处 处 想 着 她 。 1950 年 1 月 ，
周恩来陪同毛主席出访苏联，孙维世
作为俄语翻译组组长一同前往，回国
后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导演。

红色故事所蕴含的延安精神：周总
理“生而无后，死不留灰，官而不显，党
而不私，劳而无怨，死不留言”，他自己
没有儿女却抚养了很多烈士的遗孤，他
的孩子千千万。他“胸怀天下、大公无
私、鞠躬尽瘁”的优秀品质和领袖的人
格魅力彪炳千古。周总理将一个共产
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
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
了新的典范。“六个无”，体现的是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生命哲学，绽放着延安精
神的光芒。

红色故事 4：伫立在“禁止系
马槐”前，就想到朱德总司令“普
通一兵”的平民情怀

凤凰山革命旧址是 1937 年 1 月中
共中央进驻延安的第一个驻地，红军总
参谋部也在这里办公。当年，这里的槐
树只有碗口粗，来这里的领导干部比较
多，警卫员常在树上拴马。有一次，马
啃掉了一大块树皮，朱总司令看到以
后，在树上空白处，用毛笔写下：“禁止
系马。”随后，他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
一定要爱护群众的树木。

1940 年 5 月，当朱德总司令从晋东
南前线渡河经过洛阳返回延安时，时任
抗战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
挥的卫立煌将军派要员去途中迎接。
因为朱总司令既是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又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欢迎总
司令的军官停立在路旁凝视，直到最后
一个人过完，也没有发现我们的总司
令。一问，才知道总司令早已骑着马过
去了。也难怪他分辨不出，当朱德总司
令第一次去云阳赴任时，等在路口迎候
的卫士李树槐也没有辨认出谁是总司
令。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曾说：“如
果总司令从台上走下来几分钟后，你就
再也分辨不出谁是总司令了。”“时人未
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爱国名将
续范亭的诗便是对这位农民出身的总
司令的真实写照。

红色故事所蕴含的延安精神：从这
些生活小事中，可以看出朱总司令对同
志、对群众是多么真诚与热爱，这是他
的崇高品德的一个重要侧面。从“不拿
群众一针一线”的执行到“禁止系马”的
示警，英勇智慧的革命先辈们把“一切
为了人民群众”深深地刻在脑海里，融
入自己的血液中，也是延安精神中军队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和诠释，是“只
见公仆不见官”的公仆精神。朱德总司
令是“红军之父”，功勋卓著，在党内外
享有很高的威望，他虽然身居高位，手
握军权，但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
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事事时时表现
出他特有的忠诚、谦逊、宽容和忍让的
高尚品德。

红色故事 5：参观完“中国抗
日军政大学纪念馆”，才知道中国
最牛的“军事大学”就是她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全称是“中国人
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其
前身是 1936 年 6 月 1 日在陕甘苏区瓦
窑堡成立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也是现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前身，被

誉为“烽火熔炉”和“将星摇篮”。1937
年 1 月 19 日，中央军委命令“抗日红军
大 学 ”改 名 为“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军 政 大
学”，校址移驻延安，毛泽东任教育委员
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
罗瑞卿为教育长，刘亚楼为训练部长。

抗战期间，随着八路军、新四军等
武装力量的迅猛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
日益扩大，急需成千上万的军政干部去
加强部队和根据地建设，为此，“抗大”
不断扩大建制，先后在长城内外、大江
南北创建了 13 所分校、6 所陆军中学、3
个独立大队和 1所附属中学。

“抗大”在其九年多的办学历程中，
共办了八期，13 所分校，培养军政干部
10 万余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5 年
授衔的将帅中，曾在抗大工作和学习过
的 就 有 元 帅 7 人 、大 将 10 人 、上 将 29
人、中将 105 人以及少将 366 人，“抗大
人”占授衔总人数的 88％。

红色故事所蕴含的延安精神：延安
“抗大”精神，即为崇高理想英勇奋斗的
精神，这是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构建
的延安精神的主线与灵魂。1938 年 3
月，毛主席到抗大演讲。他给抗大提出
了三句话，指明了抗大的教育方针是：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
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5 月，他
再一次去抗大，又给抗大题写了八个字
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红色故事 6：参观了“党的六
届六中全会”会址及展览，才明白
为什么这次全会被毛主席称为
“决定中国之命运”的里程碑

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党的
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大的六届六
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参
加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毛泽东、朱
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
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关
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 17
人，中共中央各部门及各地党和军队的
领导干部贺龙、邓小平、罗荣桓、彭真、
林伯渠等 38 人，共计 55 人。这是 1928
年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
中央全会。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周恩
来、朱德、康生、彭德怀、博古、刘少奇、
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举为全会主席
团成员。全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抗战
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
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
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

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了《关于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
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
米特洛夫的意见；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
局作了《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报告又简称

《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代表中央作
了总结报告（《战争和战略问题》和《统
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总结报告
中的两部分），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使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科学命
题；朱德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
周恩来作了《关于统一战线的工作报
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北方局工作的报
告》……

全会首次提出，明确要求全体党员
要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
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四个
服从”。在后来召开的“七大”中，“四个
服从”被写进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最
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会还
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
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
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
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
律的决定》等文件，制定了一系列党内
政治纪律，是一次在全党“立规矩”的重
要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和纪律
建设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
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
王明的“左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
想，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
地位，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实
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和党领导抗战
胜利奠定了基础。全会第一次鲜明地
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
任务，强调“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
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
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

红色故事所蕴含的延安精神：“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共产党人引领社
会历史前进的政治保障，是延安精神的
灵魂。方向是旗帜、是灯塔、是希望。
这次会议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第
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命题和任务，强调“学会把马克思
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

体的环境”，是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
误的行动自觉。正是有了正确思想旗
帜的引领，中国革命的胜利才有了根本
保证。

红色故事7：到了中共“七大”
会址，才知道这次历史性的盛会
在十七年里被六次延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
会中，七大的筹备时间是最长的。早在
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提出要准
备召开七大，但 1945 年 4 月七大正式召
开时，抗战已临近胜利，其筹备过程几
乎与抗战相始终。筹备时间如此之长，
与七大曾经六次延期有着直接关系。

第一次延期：1931 年 1 月，中共六
届四中全会决议“必须召集党的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必
需的准备工作，以总结苏维埃运动的经
验与通过党的纲领和其他文件”。后中
国共产党进行了长征，无暇顾及“七大”
的筹备事宜。

第二次延期：1937 年 12 月，中央政
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最近
时期内”召开党的“七大”，并成立了 25
人的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
任书记。不久，侵华日军长驱直入华北
和长江中下游，中共中央立即指挥八路
军、新四军抗战，无力完成“七大”准备
工作而延期。

第三次延期：1938 年 3 月，中共中
央政治局讨论召开“七大”。决定：张闻
天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委员会为
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党
同志书》；任弼时撰写《向共产国际的报
告大纲》；半年内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
大会，出席代表为 500 人。中共六届六
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的决议》。但到 1939 年 1 月，
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事件，逼迫八路军
退出河北等抗日根据地。日军开始“扫
荡”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
地，八路军既要对付国民党摩擦，又要
对付日军“扫荡”，“七大”因难以从容召
开而再次延期。

第四次延期：1939 年 6 月 14 日、7 月
2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两次向各地党组
织发出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要求 9
月 1 日前选出代表，各抗日根据地根
据通知先后选举产生了出席“七大”
的代表，1939 年 8 月 16 日，中央政治
局会议决定，各地选出的“七大”代
表于 1940 年 1 月 15 日前到达延安，毛
泽东主席在“七大”作政治报告，周
恩来作副报告及统一战线工作报告，
但到了 1941 年，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发
动了反共高潮，特别是 1941 年 1 月 4
日发生的皖南事变，使中共中央不得
不集中精力领导各地打退反共高潮和
粉碎日寇的“扫荡”，“七大”的筹备
工作受到影响而延期。

第五次延期：1941 年 3 月 12 日，中
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当年“五一”召开“七
大”，并确定“七大”的主要议程为毛泽
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
来作组织报告，刘少奇发表职工运动的
演讲等。决定成立“七大”秘书处，任弼
时为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
长。要求“五一”前完成“七大”的各项
准备工作。但到 4 月下旬，在“七大”作
报告和演讲的刘少奇（刚刚接手新四军
和华中局工作）和周恩来（在重庆就国
共关系与蒋介石谈判）都有棘手的问题
处理，没能及时返回延安。“七大”不得
不再次延期。

第六次延期：1943 年 7 月 17 日，中
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 8 个月
到 9 个月内召开“七大”的建议，中央政
治局予以同意，随即在 8 月 1 日发出《关
于“ 七 大 ”代 表 赴 延 安 出 席 大 会 的 指
示》。但是，到了 1944 年二三月间，准
备提交“七大”通过的关于党的历史问
题的结论草案，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尚未完成。此稿牵涉到党的重
大历史问题，稍有不慎，即会影响党的
团结。为慎重起见，“七大”召开时间再
度被延期。

红色故事所蕴含的延安精神：不管
延期多少次，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政
治信仰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如
一、坚如磐石，这就是延安精神的灵魂
和支柱。“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就
是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
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
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
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党的“七大”另
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将毛泽东思想
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
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实现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七大”
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

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
进程努力奋斗，终于在 1949 年取得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胜利。

红色故事8：参观延安王家坪
革命旧址，才发现这里完好保存
着延安时期唯一的日本人旧居

冈野进（1892 年—1993 年）原名野
坂参三，在延安化名“林哲”，日本山口
县人，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他是世界
上两大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和“日本共
产党”的创始者之一、国际共运史中的
传奇人物，神秘的身影曾出现在巴黎、
马赛、莫斯科、纽约、洛杉矶……

1931 年，冈野进在共产国际工作期
间认识了中共代表任弼时、康生等人，
从而结识了在莫斯科皇宫医院治疗臂
伤的周恩来总理。1940 年 3 月，冈野进
放弃了阔绰的共产国际高层人员的生
活（月薪 1600 卢布），带着一套做工考
究的苏联西装，跟随周恩来、任弼时等
来到了延安，住进了延安窑洞，成为八
路军总政治部顾问。冈野进对记者说：

“我来延安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和中
国人民紧密地携手为反对中日两国人
民的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部而
战。”他的使命是领导由日本战俘组成
的“反战同盟”，做日本战俘的“洗脑”工
作。在延安，根据冈野进的多次提议，
成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冈野进亲自担任
校长，教育改造了大批日俘。

冈野进作为唯一的兄弟党代表，参
加了中共“七大”，并在大会上作了《建
设民主的日本》的书面发言。他分析了
日本的各种民主力量的现状之后，着重
提出建设民主日本的一系列主张：严惩
战争罪犯、清除封建的和反民主的制
度，实现民主政治、区分天皇与天皇制
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改革教育，保证持
久和平以及关于战后经济改革的各项
政策方针与措施。更鲜为人知的是，他
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事先曾送毛主席
过目，并经毛主席逐字逐句作了认真修
改。在这个演说发表后的第三个月，日
本就无条件投降了。

日本战败后的 1945 年 9 月 9 日，冈
野进乘飞机经东北转道苏联回国。行
前，众多中共重要领导人为他举行了欢
送宴会。此后，毛主席一直惦记着回到
日本后的冈野进，1962 年冈野进七十寿
辰时，除中共中央致电祝贺以外，毛主
席还以个人名义专门发去贺电。冈野
进回到日本后，在当时有着极高的人
气，他代表日本共产党当选过四次参议
院议员。1982 年，他退出了政坛，日本
共产党为了表彰他的贡献，授予了他

“名誉议长”称号。
红色故事所蕴含的延安精神：冈野

进拥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为了信
仰，可以抛家舍口、四处奔波。共产主
义信仰是不分国界和种族的，是世界人
民团结起来的凝聚力和战斗力。1939
年 10 月 ，毛 泽 东 在《〈共 产 党 人〉发 刊
词》中总结中国共产党 18 年革命斗争
的历史经验时就指出：中国革命取得成
功的“三大法宝”就是“统一战线、武装
斗争、党的建设”。

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组织浩浩
荡荡的革命大军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
反战人士团结和凝聚在一起，向一切敌
人发动进攻的有力武器。抗日统一战
线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
分，国际合作很重要。除了冈野进，走
进延安的著名国际人士还有白求恩、马
海德、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安娜·路
易斯·斯特朗等。

以上的八个红色故事只是党在延
安时期的“沧海一粟”，但足以说明中
国共产党的伟大与执着，无时无刻不
闪耀着延安精神的无限光芒！延安精
神在延安时期是以原生形态的形式存
在的，主要有为崇高理想而英勇奋斗
的抗大精神、实事求是的整风精神、
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公仆精神、毫不利
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全心全意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张 思 德 精 神 和 独 立 自
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
神等。延安精神的内涵通常被概况为
四句话，即灵魂是“坚定正确的政治
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历史
前 进 的 政 治 保 障 ； 精 髓 是 “ 解 放 思
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中
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思想武器；核心
是 “ 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根 本 宗
旨”，这是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的“根
本政治密码”；特质是“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
党永不变色的政治根本。

2020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
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
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
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
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
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
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延安精神的
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为新时代用延
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作者系运城市人社局干部）

红色故事里的延安精神
周登峰


